
今日关注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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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
2024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大会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联合宣布，
启动 5G 异网漫游商用推广。
5G异网漫游就是不换卡、不换
号，当我们所用的运营商没有
5G网络覆盖时，手机可以自动
切换，使用其他运营商的5G网
络。

◆中国5G异网漫游
向你我走来

5 月 17 日是世界高血压
日 。《成 人 高 血 压 食 养 指 南

（2023 年版）》建议，成人高血
压患者要增加富钾食物摄入，
清淡饮食，少吃含高脂肪、高胆
固醇的食物；多吃含膳食纤维
丰富的蔬果；摄入适量的谷类、
薯类；适当补充蛋白质，可多选
择奶类、鱼类、大豆及其制品作
为蛋白质来源。此外，专家还
建议，高血压患者和血压正常
高值人群要坚持运动，维持健
康体重，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
力，定期监测血压。

◆世界高血压日：这
些建议助你远离困扰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
人近日表示，要推动打造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升级版”，牢牢
抓住“安居”这个人民群众幸福
的基点，以努力让人民群众住
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扎实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体推
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
城区“四好”建设。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未来怎么做？推动打造
“升级版”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 者 吴雨 李延霞）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通知，
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
比例分别降至不低于15％和
不低于25％。中国人民银行
还宣布，取消全国层面首套和
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并下
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根据通知，对于贷款购买
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15％，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
为不低于25％。

在 2023 年 8 月底，中国
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统一了全国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政策下限，首套和二套房贷最
低首付款比例分别为不低于
20％和不低于 30％。在此基
础上，此次调整有所下调。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住房和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下限。中国人民
银行各省级分行按照因城施
策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
城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当地
政府调控要求，自主确定是否
设定辖区内各城市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及下限
水平（如有）。

中国人民银行强调，银行
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各省级市
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定的
利率下限（如有），结合本机构
经营状况、客户风险状况等因
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
利率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还决定，自
2024年5月18日起，下调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
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
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 2.35％
和 2.85％，5 年以下（含 5 年）
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
不低于2.775％和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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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消费者在家电展区了解
以旧换新信息。

当日，由商务部、山东省政府主办的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山东站暨
2024全国家电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青岛举
行。活动现场设置家电生产、家电流通、

电商平台、金融服务等展示区，同步举办
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推介促销。

本次活动旨在扩大家电等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影响力和惠及面，激发消费活
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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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简讯

瑞典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新型人工触觉系统，可像人手
一样快速确定所触碰物体类
型。该技术未来有望帮助中风
患者恢复功能等。均据新华社

◆新型人工触觉系统
触感堪比人手

老有所养，需要更多“医
靠”。

国家卫生健康委 16 日公
布，目前全国具备医疗卫生机
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
的医养结合机构有 7800 多
家，床位总数达 200 万张，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
签约合作8.7万对。

与几年前相比，这组数字
有了大幅增长，折射出中国破
解老龄化难题的最新实践。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
群超2.9亿，占全国人口21％；
预计 2035 年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越来越长寿的同时，老
年人也存在多病共存情况，有
关慢性疾病护理的社会需求
日渐加大，一些失能老人急需
科学精准的长期照护。

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
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如
何守护好“夕阳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
康司司长王海东说，经过多年
实践，形成了医疗卫生机构与
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养老
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医疗卫生
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
区和家庭4种相对成熟的服务
模式。

从专门绘出政策蓝图，到
财税、土地、医保等支持多管
齐下，再到引才育才、开展试
点示范，医养结合正在进入发
展快车道。

——“养”的途径更多
元。在部分示范地区，实现了

“居家医养、医护巡诊”，有的
地方家庭医生和养老护理员
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
理、康复、生活照料等叠加服
务。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
也在增设老年养护床位，开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护
理服务，不断提升养老供给。

——一张“床”安放更
稳。在浙江嘉善，家庭病床、
家庭养老床位逐步融合，建床
费等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更
多省份制定税费、投融资、用
地等优惠政策，通过社会力量
办起了医养结合机构，达5500
多家，占比超过70％。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持续推进，为
部分失能老人“兜底”。

——“医”的力量更壮
大。让老年人有“医靠”，离不
开专业护理人员。在山东这
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全省
231 所院校开设了医养类专
业，医养类相关专业在校生达
到33万人。

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
中增设“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全国开展医养结合人才能
力提升培训项目，累计培训10
万多名医养结合从业人员……

让老年人安享更加健康
幸福的晚年，是一家之事，也
是一国之事。

服务打通“最后一米”，基
础设施和护理人员补齐“缺
口”，配套政策进一步激发社
会“活水”，医养结合将稳稳托
起健康“夕阳红”。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200万张床位！医养结合
更好守护“夕阳红”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